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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温室菜豆灰霉病的发生与防治 
耿福利 

(河北磁县职教中心，056500) 

菜豆，又名芸豆，四季豆，豆角，含有较高的 

维生素C和多种矿物质，营养价值较高，是人们喜 

爱的蔬菜之一。随着 日光温室种植菜豆面积越来越 

大，菜豆的病害逐年加重，尤其是灰霉病发生比较 

严重，一般温室内病株发生率都在1／3以上。为做好 

菜豆灰霉病的防治工作，现将其发病症状和防治方 

法介绍如下。 

1 发病症状 

灰霉病主要为害菜豆的叶片、茎、花和幼果等。 

幼苗多在接近地面的茎、叶上被侵染，在现蕾前主 

要危害叶片，进入花期危害花器，结果后危害果实， 

在果实采收后，如果不及时拉秧，病害会继续在叶 

片和茎蔓上扩展。灰霉病病斑上生有大量的灰褐色 

霉菌，只要空气流动，病菌就可以大量地随风传播， 

进行再次侵染。 

1．1 叶片染病，多从叶尖开始，病斑呈 “V”字形 

向内扩展，初呈水渍状，浅褐色，有不明显的深浅 

相间轮纹，病斑近圆形，很容易破裂，潮湿时病斑 

上生有淡灰色稀疏的霉层。在湿的条件下病斑不断 

扩大，以至全叶枯死。 

1．2 茎上染病，产生水渍状小点，后迅速扩展成长 

椭圆形，潮湿时，表面生灰褐色霉层，因其木质化 

较快，一般不引起茎的折断，而仅是表皮腐烂，在 

干燥时，外皮开裂呈纤维状。 

1．3 花器被害，—般从初花期即有发生，花瓣及萼片 

处变软、萎缩腐烂，表面生霉，严重时整个花死亡。 

I．4 幼果染病，果实多从果柄处或开败的花冠处向 

果面扩展。致病果皮呈灰白色、软腐，病部长出大 

量灰绿色霉层，严重时果实脱落，失水后僵化。 

2 发生规律 

菜豆灰霉病初次侵染多来自土壤，属土传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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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灰霉病病菌主要以病残体中的菌核、菌丝、分 

生孢子越夏或越冬，借助于气流、雨水或露水传播。 

此外一些农事操作，如：浇水、绑蔓、采收甚至在 

田问穿行都可以人为携带，将其传播开来。灰霉病 

的流行还与环境条件关系密切。病菌发育最适宜温 

度为 l8～25℃，最低4℃，最高32℃，低于8℃、 

高于30℃很难发病。灰霉病对空气湿度要求高，只 

有在连续湿度达90％以上时，才易发病。节能日光 

温室等设施栽培，因室内空气湿度高，才使其成为 

发生普遍、危害严重的主要病害。灰霉病菌孢子的 

萌发须有一定的营养。因此一般病菌的侵染都是从 

寄主死亡或衰弱的部位开始。如菜豆下部的叶片， 

开败的花瓣，受过粉的柱头，都是灰霉病较易侵染 

的部位。此外，一些较大的伤口，如采摘时形成的 

伤口，都可以成为菜豆灰霉病的侵染点。 

3 防治方法 

防治菜豆灰霉病，必须认真实行 “预防为主、综 

合防治”的植保方针，搞好生态、农业、化学等综 

合防治措施。菜农应结合自身情况，因地制宜做好 

以下几项工作： 

3．1 利用温室封闭性能好的特点，在作物换茬时， 

采取高温闷棚措施，杀死室内土壤中残留的灰霉病 

病菌，净化土壤，力争室内无菌。 

3．2 增施有机肥料、磷钾肥料。调整好植株营养生 

长与生殖生长的关系，维持植株健壮长势，提高作 

物的抗病性。施用的有机肥料应充分腐熟，严防带 

菌肥料进入温室。 

3-3 选用高抗多抗品种，严格进行种子消毒，有条 

件的温室应与非豆科作物进行3年以上轮作，恶化 

病菌的生态条件，减少侵染。 

3_4 培育壮苗。育苗时，要选用无菌基质配制营养 

土，并用3 000倍96％天达恶霉灵药液喷洒营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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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主要病害的识别与无公害综合防治 
宋方君 ，柳瑞余 ，惠军涛 ，侯日旺 

(1．陕西省蓝田县农村能源工作站，7105000；2．陕西省蓝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710500) 

在黄瓜种植生产中，常发生的病害有真菌病害， 

如霜霉病、灰霉病、白粉病、枯萎病、蔓枯病、疫 

病、炭疽病、菌核病，还有细菌性角斑病、病毒病 

等，病害发生的轻重直接影响着黄瓜产量和品质， 

笔者结合多年植保工作实践，现对几种主要病害的 

识别特征与无公害综合防治技术简要介绍如下，供 

生产参考。 

1 主要病害 

1．1 白粉病 

苗期及收获期均可发病，叶片发病重，叶柄、茎 

次之，果实受害少。发病初期叶片或叶背及茎上产 

生白色近圆形小粉斑，以叶面居多，后四周扩展成 

边缘不明显的连片白粉，严重时整叶布满白粉，即 

病原菌无性阶段。发病后期，白色霉斑因菌丝老熟 

变为灰色，病叶黄枯。有时病斑上长出成堆的黄褐 

色小斑点，后变黑，即病菌的闭囊壳。 

1．2 霜霉病 

属于真菌性病害。在苗期、成株期均可发病。主 

要危害叶片。子叶受害初呈褪绿色黄斑，扩大后变 

黄褐色。真叶染病，叶缘或叶背面出现水渍状病斑， 

早晨尤为明显，病斑逐渐扩大，受叶脉限制，呈现 

多角形淡褐色或黄褐色斑块，湿度大时叶背面或叶 

面长出灰黑色霉层，即病菌孢囊梗及孢子囊。后期 

病斑破裂或连片，致叶缘卷缩干枯，严重的田块一 

片枯黄。该病症状的表现与品种抗病性有关，感病 

品种如密刺类呈现典型症状，病斑大，易结成大块 

黄斑后迅速干枯，抗病毒品种如津研、津杂类叶色 

彻底杀灭土内残存病菌。子叶展开时应降低温度以 

防幼苗徒长，定植前要进行低温炼苗。此外，还要 

注意促进营养体的生长发育，提高光合效率，增根 

壮秧，增强植株的抗病性和适应性能，使之减少发 

病或不发病。 

3．5 采取温度调节防治。利用设施封闭的特点，创 

造一个高温、低湿的生态环境，控制灰霉病的发生 

与发展。上午揭开草帘后放前风口5～8 min通风排 

湿，以降低棚内湿度。9点后室内温度上升加速时， 

关闭通风口，使室内温度快速提升到33～34℃，并 

要尽力维持在30～34℃，以高温降低室内空气湿度 

和控制该病发生，下午维持 18～22℃。4点后逐渐 

加大通风口，加速排湿；覆盖草苫前，只要室温不 

低于 16℃要尽量加大风口，若温度低于 l6℃，须 

及时关闭风口进行保温。 

3．6 结合根外追肥和防病用药，掺加600倍 “天达一 

2116”壮苗专用型喷洒植株，每半月 1次。连续喷 

洒4～5次，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抵抗力，减少灰 

霉病的发生。 

3．7 及时清除病原。操作时要带着塑料袋，发现有 

病果、病花、病叶时，立即用塑料袋套上后再摘除， 

并封闭袋口，带出室外深埋，严防病菌随风传播。严 

禁随地乱扔带菌植物残体，以防止病菌扩散。 

3．8 注意防虫害。因危害菜豆的害虫会使植株叶片 

减少，降低光合作用，减弱抵抗力，可用宁农或卡 

死克、抑太保 1 000倍液进行防虫，达到进一步防 

治病害的目的。 

3．9 药剂防治。使用符合无公害生产要求的农药， 

可用 50％速克灵 1 000倍液或50％嘧霉胺 800倍液 

喷雾，每隔7～10 d用药 1次，也可用50％速克灵 

或50％扑海因800倍液进行防治，药剂要交替使用。 

在阴天或浇水后应用烟剂熏棚如10％百菌清烟剂或 

25％腐霉利烟剂等。 

3．10 设施内的人事活动是主要传播媒介。应尽量 

减少人事操作活动和在田间穿行的次数，减少传播 

几率，防止病害蔓延。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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